
法規名稱：決算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0 年 05 月 25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0年 5月 25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104011號令修正公布第 7條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決算之編造、審核及公告，依本法之規定。

第 2 條

政府之決算，每一會計年度辦理一次，年度終了後二個月，為該會計年度

之結束期間。

結束期間內有關出納整理事務期限，由行政院定之。

第 3 條

政府之決算，應按其預算分左列各種：

一、總決算。

二、單位決算。

三、單位決算之分決算。

四、附屬單位決算。

五、附屬單位決算之分決算。

第 4 條

政府每一會計年度歲入與歲出、債務之舉借與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之移用及

債務之償還，均應編入其決算；其上年度報告未及編入決算之收支，應另

行補編附入。

當年度立法院為未來承諾之授權金額執行結果，應於決算內表達；因擔保

、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內之支出者，應於決算書中列表說明

。

第 5 條

決算之科目及其門類，應依照其年度之預算科目門類。但法定由行政院統



籌支撥之科目、第一預備金及依中央主計機關規定流用之用途別科目，不

在此限；如其收入為該年度預算所未列者，應按收入性質另定科目，依其

門類列入其決算。

第 6 條

決算所用之機關單位及基金，依預算法之規定；其記載金額之貨幣，依法

定預算所列為準。

第 7 條

決算所列各項應收款、應付款、保留數準備，於其年度終了屆滿四年，而

仍未能實現者，可免予編列。但依其他法律規定必須繼續收付而實現者，

應於各該實現年度內，準用適當預算科目辦理之。

   第 二 章 決算之編造

第 8 條

各機關各基金決算之編送、查核及綜合編造，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會計

法關於會計報告之規定。

第 9 條

各機關或基金在年度內有變更者，其決算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機關改組、基金改變或其管轄移轉者，由改組後之機關、改變或移轉

    後之基金主管機關一併編造。

二、機關或基金名稱更改者，由更改後之機關或基金主管機關編造。

三、數機關或數基金合併為一機關或一基金者，在未合併以前各該機關或

    基金之決算，由合併後之機關或基金主管機關代為分別編造。

四、機關之改組、變更致預算分立或基金先合併而後分立者，其未分立期

    間之決算，由原機關或原基金主管機關編造。

第 10 條

（刪除）

第 11 條



政府所屬機關或基金在年度終了前結束者，該機關或該基金之主管機關應

於結束之日辦理決算。但彙編決算之機關仍應以之編入其年度之決算。

第 12 條

機關別之單位決算，由各該單位機關編造之。編造時，應按其事實備具執

行預算之各表，並附有關執行預算之其他會計報告、執行預算經過之說明

、執行施政計畫、事業計畫績效之說明及有關之重要統計分析。

特種基金之單位決算，由各該基金之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辦理之。

第 13 條

（刪除）

第 14 條

附屬單位決算中關於營業基金決算，應就執行業務計畫之實況，根據會計

紀錄編造之，並附具說明，連同業務報告及有關之重要統計分析，分送有

關機關。

各國營事業所屬各部門，其資金獨立，自行計算盈虧或轉投資其他事業，

其股權超過百分之五十者，應附送各該部門或事業之分決算。

第 15 條

附屬單位決算中關於營業基金決算之主要內容如左：

一、損益之計算。

二、現金流量之情形。

三、資產、負債之狀況。

四、盈虧撥補之擬議。

前項第一款營業收支之決算，應各依其業務情形與預算訂定之計算標準加

以比較；其適用成本計算者，並應附具其成本之計算方式、單位成本、耗

用人工與材料數量，及有關資料，並將變動成本與固定成本分析之。

第一項第三款關於固定資產、長期債務、資金轉投資各科目之增減，應將

其詳細內容與預算數額分別比較。



第 16 條

附屬單位決算中營業基金以外其他特種基金決算，得比照前二條之規定辦

理。

第 17 條

國庫之年度出納終結報告，由國庫主管機關就年度結束日止該年度內國庫

實有出納之全部編報之。

前項報告，應於年度結束後二十五日內，分送中央主計機關及審計機關查

核。

第 18 條

各機關單位之主管機關編造決算各表，關於本機關之部分，應就截至年度

結束時之實況編造之；其關於所屬機關之部分，應就所送該年度決算彙編

之。

第 19 條

各機關之決算，經機關長官及主辦會計人員簽名或蓋章後，分送該管上級

機關及審計機關。

第 20 條

各主管機關接到前條決算，應即查核彙編，如發現其中有不當或錯誤，應

修正彙編之，連同單位決算，轉送中央主計機關。

前項彙編之修正事項，應通知原編造機關及審計機關。

中央主計機關彙編總決算，準用前兩項之規定。

第 21 條

中央主計機關應就各單位決算，及國庫年度出納終結報告，參照總會計紀

錄，編成總決算書，並將各附屬單位決算包括營業及非營業者，彙案編成

綜計表，加具說明，隨同總決算，一併呈行政院，提經行政院會議通過，

於會計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提出於監察院。

各級機關決算之編送程序及期限，由行政院定之。



第 22 條

特別預算之收支，應於執行期滿後，依本法之規定編造其決算；其跨越兩

個年度以上者，並應由主管機關依會計法所定程序，分年編送年度會計報

告。

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及日本撤退臺灣接收其所遺

留財產而成立之財團法人，每年應由各該主管機關將其年度決算書，送立

法院審議。

   第 三 章 決算之審核

第 23 條

審計機關審核各機關或各基金決算，應注意左列效能：

一、違法失職或不當情事之有無。

二、預算數之超過或剩餘。

三、施政計畫、事業計畫或營業計畫已成與未成之程度。

四、經濟與不經濟之程度。

五、施政效能或營業效能之程度，及與同類機關或基金之比較。

六、其他有關決算事項。

第 24 條

審計機關審核政府總決算，應注意左列效能：

一、歲入、歲出是否與預算相符，如不相符，其不符之原因。

二、歲入、歲出是否平衡，如不平衡，其不平衡之原因。

三、歲入、歲出是否與國民經濟能力及其發展相適應。

四、歲入、歲出是否與國家施政方針相適應。

五、各方所擬關於歲入、歲出應行改善之意見。

第 25 條

審計機關審核決算時，如有修正之主張，應即通知原編造決算之機關限期

答辯；逾期不答辯者，視為同意修正。決算經審定後，應通知原編造決算



之機關，並以副本分送中央主計機關及該管上級機關。

第 26 條

審計長於中央政府總決算送達後三個月內完成其審核，編造最終審定數額

表，並提出審核報告於立法院。

第 26-1 條

審計長應於會計年度中將政府之半年結算報告，於政府提出後一個月內完

成其查核，並提出查核報告於立法院。

第 27 條

立法院對審核報告中有關預算之執行、政策之實施及特別事件之審核、救

濟等事項，予以審議。

立法院審議時，審計長應答覆質詢，並提供資料；對原編造決算之機關，

於必要時，亦得通知其列席備詢，或提供資料。

第 28 條

立法院應於審核報告送達後一年內完成其審議，如未完成，視同審議通過

。

總決算最終審定數額表，由立法院審議通過後，送交監察院，由監察院咨

請總統公告；其中應守秘密之部分，不予公告。

第 29 條

監察院對總決算及附屬單位決算綜計表審核報告所列應行處分之事項為左

列之處理：

一、應賠償之收支尚未執行者，移送國庫主管機關或附屬單位決算之主管

    機關執行之。

二、應懲處之事件，依法移送該機關懲處之。

三、未盡職責或效能過低應予告誡者，通知其上級機關之長官。

   第 四 章 附則

第 30 條



決算書表格式，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第 31 條

地方政府決算，另以法律定之。

前項法律未制定前，準用本法之規定。

第 32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